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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刘凰梅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对中小学教师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所运用的教育惩戒手段进行了明确

规定，说明了其存在的必然性与现实性，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教育惩戒立法缺失，教育惩戒主体

界限不明确；教育惩戒条例缺乏具体实施细则；教育惩戒监督机制不完善；教师对教育惩戒认知能力模糊等。因此，

为了能够切实落实教育惩戒条例，必须要进行教育惩戒立法，明确惩戒主体责权；完善教育惩戒法律法规，出台具体

实施细则；完善教育监督机制，维护学生合法权益；提高教师对教育惩戒理解力，把握惩戒力度，才达到教育惩戒应

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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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l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al Discipline b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Trial

Implementation)” clearly stipulates the educational disciplinary means used b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management, explaining the inevitability and reality of their existence, but various problems have emerged
in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lack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legislation, the unclear boundaries of the main body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the lack of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rules for educational punishment regulations; the imperfect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education and punishment; and the vague cognitive ability of teachers on educational punishme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be able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regulations on education and punish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legislation on education and punishment and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powers of the main body of punishment; improve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education and punishment, and issu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rules; improve the educa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 to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tudents; and improve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al punishment and grasp the intensity of punishment, so as to achieve the due effect of education and pun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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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2019年 11月，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

戒规则（征求意见稿）》，首次明确了教育惩戒的概念，提

出了相应的惩戒措施，明确了教育惩戒不是惩罚。但是同

样地，在现实实践操作中，因教育、管理行为缺乏法律授

权，惩戒制度不清，教师在行使教育惩戒权的过程中出现

诸多问题[1]。再加上教师本身对教育惩戒的理解有偏差，

把控不了惩戒的力度，不是惩戒过度就是惩戒过轻，出现

了一系列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的现象。因此针对教育

惩戒条例目前存在的问题，要及时发现教育惩戒还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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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盲区，不断细化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最大限度保证

教育惩戒条例的实施和执行。

2 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依据

2.1教育惩戒实施的必要性

首先，从人性论出发，中国古代荀子提出的“性恶论”，

认为人天生就充满了懒惰、利欲，因此更加注重后天环境

和教育对学生良好品格的塑造，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

地位和作用，这也就赋予了教师惩戒学生的权利。其次，

我国教育目的要求教师要具有教育惩戒权。我国的教育目

的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教师教育目的是教书育人，并且我

们教育法也规定了教师具有管理和处分学生的权利，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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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证实了教育惩戒实施的必然性。再者，国外教师惩戒

权的实践经验及理论研究，为我国提供了许多优秀范例，

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对中小学

教师惩戒权进行的法律规定及具体的实施细节[2]。

2.2教育惩戒实施的现实性

当前，随着人们对法治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教育惩

戒条例的出台正是民心所向，社会所需，也是我国依法治

教的现实需要。中小学教师惩戒权立法，是我国依法治国

政策在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是规范化建设学校管理法治

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对现有教育法律法规不足进行的补

充。将教师惩戒权纳入国家法律体系中，能够让教师明确

自己在教学管理的权利，也能鼓励教师有张有弛、大胆地

使用教育惩戒权，使教师能够在遵循教育规律和教育目标

的基础上灵活巧妙地将惩戒教育渗透到日常教学活动中，

起到教育惩戒的作用。教育惩戒立法不仅能够让教师实施

教育惩戒时做到有法可依、把握惩戒力度，也能让人们能

够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待惩戒教育，减少中小学教师行使惩

戒权的阻力，得到社会、学校与家长的共同支持。

3 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存在的问题

3.1教育惩戒立法缺失，惩戒主体界限模糊

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对教育惩戒概念及其惩戒主体

作出解释，但是对教师惩戒权在法律中仍然没有明确规

定，同样对实施教育惩戒主体的权限责任也没有明确界

定。从《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具体内容也可知，

教育惩戒主体有两个：教师与学校。一方面，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可以对学生扰乱课堂纪律、程度较轻的违纪行为进

行及时制止；另一方面，针对情节严重的违纪行为教师无

法单独做出决定，必须移交学校有关部门根据调查结果，

包括听取当事学生的意见，由学校采取惩戒措施。实施教

育惩戒首先面临的问题：实施主体的争议。即使《中小学

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说明了教育惩戒主体实施的情况，

但是在具体实施情境下，由于学校内教师类型与岗位多

元，具体由谁对违纪违规学生实施教育惩戒还没有明确的

说明，部分教师也担心实施教育惩戒会给自己惹麻烦，在

权责不明确的情况下就更容易产生教师不愿管、不想管的

现象。

3.2教育惩戒条例缺乏具体实施细则，缺乏可行性

首先，《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将教育惩戒分

为一般教育惩戒、较重教育惩戒和严重教育惩戒三类，不

同类型惩戒有不同的适用范围，但是各种惩戒类型间的适

用情境并不清晰。一般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轻微

的学生，较重惩戒适用的是违规违纪情节较重的学生，但

情节较重如何界定、如何判断其与一般惩戒中学生行为的

严重程度的不同并不明确，并且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些

教师会担心对惩戒类型判断出现偏差，会被质疑成乱惩

戒，并且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大部分教师会即使

面对学生严重违纪行为时也会选择当成一般违纪行为进

行惩戒。

其次，从惩戒标准看，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的教育惩

戒标准。即使我国法律规定教师禁止使用体罚或变相体罚

等手段对学生进行管教，但是关于体罚、变相体罚的具体

判断标准以及实施要求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没有判断标

准，教师就很容易把握不了教育惩戒和体罚、变相体罚间

的界限。所以，教育惩戒从来都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

怎样才合适的问题。最后，从惩戒方式看，教育惩戒方式

可分为批评教育和品行评定两种，形式比较单一，并且我

国法律对教育惩戒方式的规定也很模糊，没有针对性。目

前我国法律规定的学生违纪惩戒，从性质上看都是停留在

名誉罚的层面上，因为对于注重名誉的学生，可能会起到

良好的教育效果，但是对于不注重名誉的学生，就起不到

惩戒效果。

3.3教育惩戒监督机制不完善

首先，从制度上看，我国法律在关于教育惩戒监督机

制这一方面还处于发展阶段，已有存在的规定也比较模

糊，所以教师在实行起来也缺乏可操作性。《教师法》规

定，教师若存在“侮辱学生、品行不良，影响恶劣的；体

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等任意情形之一，由教育行政部

门、其他教育机构或教师所在学校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

其次，有相关法律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对侵犯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控告或

者进行劝阻、制止”[3]。这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教育行政

部门、学校等教师惩戒行为监督的责任，但是并没有各个

监督实体明确的实施程序和途径。再者，从机构设置上看，

无论是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都没有建

立起专门的教育监督机构，大多数都是和其他机构合并在

一起，缺乏专业化，也很难被重视，由此可见教育惩戒也

能难发挥作用。因此，教育惩戒监督制度还没有完善，既

没有得到法定地位，也就很难被各个教育部门和学校重

视，导致很多学校教师在实行教育惩戒时很容易出现损害

学生利益的行为，甚至学校对此视而不见或者学生也没有

相应的渠道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教师的教育惩戒就

会逐渐“异化”。

3.4教师对教育惩戒认知能力模糊

在我国法律上没有对教育惩戒进行明确规定，并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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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惩戒也容易诱发师生矛盾，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教

师对教育惩戒的价值认知和态度，所以在教师教学实践当

中会出现两种极端现象：忽视惩戒和过度惩戒。第一种情

况出现是由于一部分教师担心对学生进行惩戒之后学生

会更不配合日常教育管理以至于带来更多工作和生活上

的麻烦；另一部分教师则是因为自身缺乏了解与教育惩戒

相关的知识，也没有接受过于与之相关的培训，所以对教

育惩戒理解有偏差，所以出现了教师不愿管、不会管的现

象。第二种情况出现是由于少数教师还保留着“不打不成

才”的传统教育思想，以至于对学生过度惩戒甚至过度体

罚，损害学生身心健康。

4 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的对策

4.1教育惩戒立法，明确实施主体责任

首先，要明确教育惩戒的目的，是为了制止学生的违

纪违规行为，不是为了惩戒而惩戒，惩戒最终的目的是为

了教育，是学校、教师行使教育权、管理权、评价权的具

体方式，这点必须要明确。其次，要清楚教师的教育惩戒

权在法律上的实质内涵，因为教育惩戒立法不会涵盖所有

具体实施的情况，需要地方行政部门和学校把握其正确方

向和实质，出台既与本地教育实际相符合的教育实施细

则，又能与主方向保持一致。最后，教育惩戒立法要明确

惩戒实施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可以参考企业中实施的科层

制，学校设立自下而上的教育惩戒层级，不同层级部门对

应不同程度违规违纪的学生，并且明确各层级部门的职责

权利，最后由校长统一管理。

4.2出台教育惩戒实施细则，细化惩戒标准、方式与

适用情形

首先，从惩戒标准上看，教师教育惩戒标准的缺失，

容易造成惩戒缺乏底线，惩戒的标准和界限不清，在具体

实行过程中就容易引发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冲突。因此，要

构建科学合理的教育惩戒标准，使惩戒的实施有标准可

依，除了国家出台的教育惩戒细则，各个职能部门也要根

据当地情况，制定符合实际需要的惩戒标准，如教师行业

的惩戒标准以及教师具体实施的惩戒标准，同时构建过度

惩戒的处罚标准等。其次，从教育惩戒方式上，要建立多

元化的惩戒方式，使教师实施惩戒时能够多种选择，具有

针对性。之所以要建立多元化的教育惩戒方式，是因为学

生具有差异性和发展性，学校不仅要根据学生违规违纪情

况考虑惩戒方式，而且要根据不同年级以及年龄学生设立

不同的教育惩戒方式。最后，要明确教师惩戒权的适用情

形。教师在行使教育惩戒的过程中其适应情形极其复杂，

如果对不同年级学生都适用同一教育惩戒行为，往往不同

学生就会有不同的影响作用，并且往往会造成一部分学生

无法适应这一规定情形而被老师放任不管，无法考虑到学

生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

4.3建立健全教育惩戒机制，维护学生权益

首先，要建立健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教育监督

机制。教育行政部门要随时抽查学校教育惩戒权的行使情

况，严惩一切侵害学生利益的行为，处分相关涉事人员；

学校也可以成立学生监督会，对教师惩戒行为进行反馈和

评价，在监督的同时也可以缓解师生矛盾。其次，构建完

善的家长、学生监督机制。教师对学生进行教育惩戒时，

可以邀请家长和其他教师到现场对惩戒行为进行监督，整

个过程要公平公正并且透明，同时家长还可以对惩戒标准

或者原则、方式提出质疑。最后，还可以建立社会舆论监

督机制。《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就是对人们关注

社会教育热点问题的回应，社会舆论会影响人们对事情的

认知和判断，并且在网络时代更容易引起人们的热议，从

而影响国家的教育政策。因此，社会舆论能作为一种更为

直接、更强有力的手段对教师教育惩戒行为进行监督，我

们也能从社会舆论中发现教育惩戒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不断完善和解决。

4.4加大教育惩戒培训力度，提升教师惩戒能力

教师惩戒能力是指教师在日常教学实践中，能够根据

学生违纪的严重程度选择合适的惩戒方式，帮助学生改正

错误的能力。但是目前教育惩戒实践中还是存在两个极

端：忽视教育惩戒与过度惩戒，建议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

提升教师惩戒能力：首先，加强教师关于教育惩戒知识培

训的力度。学校可以开展教师惩戒能力集中培训，每个月

可以通过卷面测试和情境测试来检测学习成果，未过关的

教师还要不断培训直到通过为止，逐步消除传统落后的教

育惩戒观念。其次，提供优秀教师经验交流会，帮助教师

不断反省自我和提升。学校可以针对优秀教师开展一些教

育管理能力座谈会，促进教师间的沟通的同时，也能营造

良好的学习风气。

5 结论

“教育不能没有惩戒，没有惩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

育。”教育惩戒的本质是改变学生的不良内心，促进学生

的自我觉醒与健康成长[4]。因此，教师要学会善用惩戒方

式，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前提下，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惩戒

能力，把握教育惩戒的本质内涵，划清惩戒与惩罚的界限。

为保障教师惩戒权的落实，必须要从法律上赋予其合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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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就需要国家尽快制定教育惩戒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与

其相关的具体实施细则，提高教育惩戒权的可行性。在提

高可行性的同时，还需要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既能保障教

师惩戒权，又能使惩戒程序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受到各方

面的监督，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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